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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何义遗失一副软制警号5252057，特作声明。
●遗失贵州余热地质勘察有限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杨永康私
章，声明作废。
●吴硕遗失上海红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展位定金收据，收据编号：
SK-20121805379037（2000元），特此声明。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7日爆
发，至今已半年。本轮冲突持续时间长、
对抗强度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
人道主义危机，其外溢效应波及地区多
个国家。

分析人士指出，自冲突爆发以来，国
际社会不断强烈呼吁停火，外交斡旋也
在进行，但由于以色列态度强硬，且其主
要支持者美国出于私利不仅未对以方实
质性施压，还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偏袒以
色列，停火进程举步维艰，地区紧张局势
加剧。

人道灾难深重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
示，本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
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3万人死亡、
逾7.5万人受伤，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据
联合国统计，加沙地带绝大多数死者是
妇女和儿童。据以色列官方数据，本轮
冲突中以方约有1400人死亡。

战火导致加沙地带陷入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3月
下旬说，加沙地带一半人口已陷入“灾难
性饥饿”。4月1日晚，以色列空袭加沙
地带中部城市代尔拜拉赫，造成慈善组
织“世界中央厨房”7名工作人员死亡，多
个援助组织随后暂停在加沙地带活动，
这令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5日敦
促以色列作出切实改变，避免加沙地带
平民死伤，并让拯救生命的援助物资能
够安全运送。

面对冲突造成的深重灾难，国际社

会要求停火的呼声强烈。联合国安理会
3月25日通过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
沙地带立即停火。但加沙民众没有等来
停火，以色列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眼下，以军重点目标是加沙地带最
南端城市拉法。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
斯坦平民在拉法避难。国际社会担忧，
以军一旦对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将造成
大量平民死伤。然而，以总理内塔尼亚
胡近期多次表示，以军终将对拉法发动
地面进攻，以“彻底消灭”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外溢影响显著

本轮巴以冲突影响不断外溢，地区
多个方向局势紧张。黎巴嫩真主党、也
门胡塞武装均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以示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近日，伊朗驻叙利
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遭空袭，进一步
将地区局势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在黎以边境，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向
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向黎
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双方交火不
断。黎巴嫩看守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本月 4 日说，本轮冲突已造成黎南部
313 人死亡、约 1000 人受伤，约 10万
人流离失所。

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关
联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美国和英国多
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造成人员
死伤。红海危机导致多家航运巨头不得
不避开这一繁忙航道，货运成本大大增
加，全球海运行业受到严重影响。

伊朗方面说，以色列4月1日用导

弹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
建筑，造成至少13人死亡。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 6 日表示，一定会作出回
应。以方连日来已采取多项措施，加强
安全戒备。

分析人士指出，“炸馆事件”给地区
安全形势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使得加
沙停火更加困难。也有分析说，以色列
发动此次袭击目的之一就是拖伊朗“下
水”，那样既可以转移外界对加沙战事的
关注，又可以迫使美国介入。

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副教
授史蒂文·赖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伊朗承受巨大压力，但会谨慎行
事，避免与以色列的正面冲突以及可能
导致地区局势重大升级的行动。可能的
情况是，随着紧张局势持续，地区多个区
域会不时出现冲突。

美国难辞其咎

一段时间以来，埃及、卡塔尔等国展
开停火斡旋。但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停火
期限、释放被扣押人员等问题上分歧明
显，停火协议迟迟难以达成。即使联合
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些要求停
火的决议，以政府仍然态度强硬、攻势不
减，决议难以落实。

加沙停火困难重重，背后的美国因
素不可忽视。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和最大
军援国，美国长期在巴以问题上“拉偏
架”，在本轮冲突爆发后继续力挺以色
列，不断输送武器弹药。美方还多次在
安理会对加沙地带停火相关决议草案行
使否决权，拒绝国际社会关于立即停火

的要求。
尽管美以最近就加沙战事出现一些

分歧，且美国作出一定斡旋姿态，但分析
人士认为，美国并未对以色列实质性施
压，依然不断向以提供武器，并在联合国
安理会层面偏袒以色列，在最核心的停
火问题上始终回避躲闪，仍是以方“牢固
靠山”。

巴勒斯坦分析人士艾曼·优素福对
新华社记者说，美以关系没有出现实质
性波动，美国仍在偏袒以方；以色列未来
可能会与哈马斯达成临时性的“战术停
火协议”，但全面停火很难实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文章说，美国拜
登政府近来对以色列的一些施压并非真
心实意要推动加沙停火，而是出于自身
利益考量，一是担心偏袒以色列会进一
步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希望在大
选年争取国内民意支持，包括挽回穆斯
林选民的选票。

美以高级别官员4月1日举行视频
会议，讨论以色列在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的问题。根据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双
方同意在拉法击败哈马斯是共同目标。

赖特指出，美国始终支持以色列消
灭哈马斯，并未向以方施加任何旨在促
成停火的压力，美方外交活动只是呼吁
解决人道主义关切，并非要求以色列停
止战争。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乌萨玛·达努
拉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一直
在向以色列提供军援和政治庇护，这让
停火遥遥无期，更令加沙地带的和平之
路陷入僵局。

4月7日拍摄的樱花映衬下的韩国
首尔乐天塔。

近日，韩国首尔天气转暖，樱花陆
续开放。

□据新华社

韩国首尔进入樱花季韩国首尔进入樱花季

有一种传奇般的友谊，于战火硝烟
中勾连起彼此命运，历经岁月洗礼依旧
打动人心。

大洋此岸，中国衢州，深山中淳朴大
义的中国村民，记叙着82年前荡气回肠
的生死营救；大洋彼岸，美国休斯敦和芝
加哥，二战期间杜立特行动飞行员的后
人们，多年来始终牵挂着衢州那片铭刻
祖辈友情与热血的土地。

“我相信，血与火铸造的中美两国人
民友谊一定能够代代相传。”2023年11
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
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发表演讲时，
专门讲到了这段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奋
勇救助美国飞行员、获救美国军人后代回
访衢州杜立特行动纪念馆的故事。

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
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如
今，在浙江省衢州二中，一棵中美友人共
同栽植的“友谊树”枝繁叶茂，树边石碑
上镌刻着面向未来的寄语——“续‘杜立
特突袭’传奇，谱中美友谊新篇章”。

跨越大洋的生死之交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1942年，美国
空军16架B-25轰炸机奔袭日本，返航
途中由于油料不足等问题，杜立特中校
等飞行员在中国上空弃机跳伞，中国军
民奋勇救助，日军竟因此屠杀了25万中
国平民。

美国休斯敦市区二战纪念广场，杜
立特突袭行动被刻画在石碑上。杜立特
突袭者子女协会负责人戴维·坎滕伯格
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民慷慨无私地伸出
援手，大多数突袭行动成员可能不会活
下来。”

大约10岁时，戴维读到一本名叫
《东京上空30秒》的书，书上有50多名参
加杜立特突袭行动的飞行员签名。父亲
告诉戴维，他的外祖父罗德尼·罗斯·怀
尔德直接参与了这场行动。“当时他们陷
入困境，是中国人民帮助了他们……怀
着对往事的探寻之心，我开始密切关注
这段历史。”戴维说。

1942年4月18日晚，漆黑的暴风雨
之夜，杜立特行动5号机副驾驶怀尔德
紧急跳伞后，降落在衢州江山大桥镇苏
源村的山坡上。戴维说，外祖父喝光了
随身携带的小瓶威士忌酒暖身，把自己
裹在降落伞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苏源村村民毛光孝发现了
怀尔德，把他接下山带回村里。戴维
说：“外祖父知道附近山谷里有铁路，但
语言不通，他就在沙地上画出铁路线，
通过比划动作和模仿火车声音，让村民
明白他想去的方向。”在中国村民帮助
下，怀尔德一路辗转，成功与部分获救
飞行员会合。

同一夜，3号机领航员查尔斯·奥祖
克跳伞降落在衢州江山一个村庄。奥祖
克的女儿苏珊·奥祖克告诉记者，父亲被
降落伞挂在悬崖上一整夜，第二天被中
国村民廖诗原发现，带回家中。“廖诗原
一家人细心照顾他，为他包扎伤口，提供
食物，让他睡在自家孩子的床上。父亲
在廖家待了大约5天。”

如今已八旬高龄的廖明发是廖诗原
的儿子。他还记得，父亲当年带着四个兄
弟，用一把躺椅把浑身带伤的奥祖克抬回
了家中，“父亲上山挖草药敷在奥祖克的
伤口上，母亲还专门煮了鸡蛋给他吃”。

几天后，奥祖克被安全转移，“离开
时，他送给我父亲两个一美分的硬币作
为纪念，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家里。由于
语言不通，直到离开我们也不知道他叫
什么名字。”

岁月不败的人民情谊

这是以战火淬炼、以鲜血缔结的
友谊。

为了救助受伤的杜立特行动队员雅
各布·曼奇，村民毛继富背着比自己高很
多的曼奇，在崎岖山路中跋涉整整一天；
队员特德·劳森坠落浅海后伤势严重，中
国村民找来船只穿越敌舰封锁线，将他
及时送到医院救治；队员罗伯特·格雷被
救后困乏饥饿，在纸上画了一只鸡，在那
个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中国村民真的

给他端来刚出锅的鸡肉……
中国人民创造了二战史上的救援奇

迹。据统计，降落在中国的75名杜立特
队员中，共有64人被成功救起，其中51
人后来再次奔赴反法西斯战场。

跨越大洋，岁月不败。这段生死相
托的情谊，美国人民没有忘记。杜立特
行动的队员和后人们成立杜立特轰炸机
队协会、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等组织，
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感谢和铭记当年
参与营救的中国人民。

2015年9月，时任杜立特突袭者子
女协会主席杰夫·撒切尔应邀来华，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他一路追寻父
辈足迹，来到衢州访问，提议并推动在当
地设立杜立特行动纪念馆。

2018年10月，戴维、苏珊等一行24
人，来衢州参加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
仪式。老照片中先辈们的峥嵘岁月，令
他们眼含热泪，不愿离去。在当年父亲
获救助的廖家老宅中，苏珊坐在父亲睡
过的床榻边，久久不肯起身。“我一直想
看看父亲生命中这个位于中国的‘家’，
这里曾是他在战火中栖身过的家，现在
也成了我的家。如今我是在同家人见
面。”她说。

戴维特意带来当年杜立特行动队员
们喜欢饮用的威士忌酒，与当地中国朋
友一同分享。在外祖父跳伞着陆的地
点，戴维和弟弟一起亲手收集了20斤泥
土带回美国。“这些泥土一部分撒在外祖
父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墓前，其余分赠给
家族成员保存。”

苏珊则在老宅前捡了一些父亲当年
可能踩过的石头，留作纪念。“我非常珍
视中国人民，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营
救我的父亲。我从中国人民身上感受到
了爱，每思及此，总让我热泪盈眶。”

双向奔赴的友谊新篇

202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接连复信
美国青年学生、史迪威将军后人、飞虎队
老兵及各界友好人士，为中美民间友好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从多位美国友
人、客人接连来华，到“鼓岭缘”中美民间
友好论坛举办，从美国飞虎队代表团来
华重温历史、共叙友谊，到第五届中美友
城大会成功举行……中美两国人民双向
奔赴，共同书写友谊新篇。

“习近平主席出访美国时不仅提到
了杜立特救援，还特别提到了获救的美
国军人后代与我们之间的情谊，”廖明
发说，两国人民都如此珍视这段历史。
尽管相隔万里、肤色各异，大家对和平
的向往、对正义的期盼是相同的。“当年
父辈们建立的中美友情，如今传承到了
我们这代人身上，相信未来还将一代代
传下去。”

苏珊对此也有相同感受：“希望我们
能增进交流，记住我们的过去，记住我们
是朋友。”她认为这是杜立特行动后人们
的重要工作，“我们应当重温这段肩并肩
的历史，重新走到一起。”

在对共同记忆的追溯与回望中，苏
珊与廖明发成为朋友，为父辈们延续起
这份沉甸甸的友谊。这段特殊的历史情
谊，也促进了中美两座城市的紧密联结
和友好交流。衢州上世纪九十年代与美
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
衢州第二中学与雷德温高中成为姐妹
学校。衢州二中原校长潘志强说，每次
有来自雷德温市的老师和友好人士参
访学校，都会带他们去看一看陈列室中
与杜立特行动相关的资料，“讲解员都
是我们的学生。很多美国朋友参观后
潸然泪下。”

在校园内，撒切尔曾与师生共同栽
下花梨木“友谊树”，并在树边立下石碑，
寄语两地友谊合作绵长久远。杜立特突
袭者子女协会还通过设立奖学金、组织
征文比赛等，进一步推动两国民间友好
交流。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最终沉淀下来的
总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从历史走进现实，
又向未来延展，这份“血与火铸造的友
谊”，必将深植中美人民记忆，成为推动两
国友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5日通过
社交媒体宣布，墨西哥立即断绝与厄瓜
多尔的外交关系。尼加拉瓜政府6日也
宣布与厄瓜多尔断交。一些地区组织
及多个拉美国家则出面指责厄瓜多
尔。此次墨厄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什
么？两国关系缘何急转直下？此番龃
龉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断交导火索是什么？

据厄瓜多尔媒体报道，5日晚，厄安
全部队驾驶装甲车进入墨西哥驻厄使
馆，逮捕身处使馆的厄前副总统豪尔
赫·格拉斯。厄总统府发布公告说，安
全部队已逮捕格拉斯。

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随后通
过社交媒体宣布，鉴于厄方公然违反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墨西哥驻厄
外交人员所受伤害，墨西哥立即断绝与
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

格拉斯曾于2013至2017年间两度
担任厄瓜多尔副总统，负责电信、能源等
领域的重要工程项目。2017年，格拉斯
遭腐败指控，被时任总统莫雷诺撤销政府
职务，并于次年初自首。格拉斯因受贿、
非法结社等罪名被判处数年有期徒刑。

经过数次法庭裁决并凭借人身保
护令，格拉斯于2022年 11月获假释。
去年12月，格拉斯以“担心自己的安全
和人身自由”为由前往墨西哥驻厄瓜多
尔使馆寻求庇护。此后，厄政府向墨方
提出申请，计划进入墨驻厄使馆逮捕格
拉斯，但墨方对厄方请求表示反对。

在厄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
馆前，墨西哥外交部发布公报说，墨政
府将正式为格拉斯提供政治庇护。厄
外交部对此回应，不会向格拉斯提供任
何“安全通道”，并称向被法院起诉或定
罪的人提供政治庇护是“非法的”。

在逮捕格拉斯后，厄政府在声明中
指责墨西哥滥用外交使团的豁免权和
特权。

近年来，厄右翼上台执政后面临严
重的政治危机和内部骚乱。2023年5
月，时任厄瓜多尔总统拉索宣布解散议
会并提前举行大选。中右翼候选人诺
沃亚当选总统并于同年11月就职。分
析人士指出，诺沃亚在仅有不到一年半
的任期中，亟需加强右翼政府的政治和
群众基础，其中措施之一便是加大打击
格拉斯等前任左翼政府的关键人物。

墨厄关系缘何急转直下？

在一周时间内，墨西哥和厄瓜多尔
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发酵。

4月3日，在政府例行记者会上，墨
西哥总统洛佩斯提及去年8月厄瓜多尔
总统候选人之一费尔南多·比利亚维森
西奥在选前遇刺身亡事件，称厄一些媒
体“不公正地”指认另一名候选人路易
莎·冈萨雷斯与此事有关联，从而影响

选情。
4日，厄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说，鉴

于洛佩斯日前就2023年厄瓜多尔总统
选举和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多·比利亚维
森西奥遇刺身亡事件发表的有关言论，
厄瓜多尔政府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
约》，宣布墨西哥驻厄大使斯梅克为“不
受欢迎的人”。

厄外交部在公报中说，该国“至今
仍对这起震惊社会，威胁民主、和平与
安全的不幸事件感到悲痛”，并重申应
恪守“尊重国家尊严和主权以及不干涉
别国内政的原则”。

5日晚，厄安全部队驾驶装甲车进
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格拉斯。洛佩
斯随后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厄方举动是
对“国际法和墨西哥主权的公然侵犯”，
指示外交部门中止两国外交关系。

墨外交部长巴尔塞纳5日晚接受当
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墨西哥将诉诸国际
法院，就厄瓜多尔违反国际法提起诉讼。

截至目前，厄政府尚未对断交一事
作出回应。厄外长加芙列拉·索默费尔
德6日下午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厄方
通过各种对话渠道要求墨方交出格拉
斯无果，面对格拉斯“真实的即将逃跑
的风险”，故而采取行动以“捍卫主权”。

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墨厄两国断交后，地区组织及一些
拉美国家纷纷指责厄瓜多尔做法。美
洲国家组织6日发布声明说，反对“任何
侵犯或危及外交使团馆舍不可侵犯性
的行为”。

巴西总统卢拉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厄方行为，并表示“全力声援”洛佩
斯总统。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
示，这是“不可接受的侵犯行为”。

秘鲁外交部发布公告说，秘鲁政府
坚定不移地尊重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
及对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拒绝任何违
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保障国家
间良好关系规则的行为。秘鲁呼吁两
国打破僵局，根据国际法规定和拉美一
体化精神，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玻利维亚外交部强烈谴责厄方“袭
击”墨西哥大使馆的做法，称此举公然
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侵犯
外交领地及官员的不可侵犯性，违反国
际公约规定的庇护权。

尼加拉瓜6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
外交关系，并谴责厄政府“公然违反国
际法的行为”。

分析人士指出，墨厄外交关系破
裂，或加速拉美政治两极分化。但鉴于
墨厄两国在经贸和政治等方面相关性
较小，双边外交危机对地区政治局势产
生的影响将有限。分析人士同时认为，
在两国政府换届前，墨厄外交危机或难
以在短期内解决。

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为何断交？
□新华社记者 吴昊 廖思维

新华社莫斯科4月7日电 俄罗斯
媒体7日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对扎波
罗热核电站区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报道援引核电站方面的消息说，一
架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食
堂区域，一辆正在卸货的货车受损。在
袭击发生的20分钟前，国际原子能机构
专家巡查了该区域。另一架无人机袭
击了核电站货物港口区。

扎波罗热核电站通过社交媒体发
布的消息说，对核电站及其基础设施的

袭击不可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核电站
能够抵御军队的攻击，对基础设施的破
坏会影响核电站的安全运行。

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援引核电站管理
人员的话报道说，袭击未给核电站安全
造成威胁，核电站员工和国际原子能机
构专家没有受伤，当地辐射水平正常。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
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
站多次遭到炮击，引发关注。

俄称乌对扎波罗热核电站
发动无人机袭击

新华社布拉格4月7日电 布拉迪
斯拉发消息：斯洛伐克国家选举委员会
7日确认，现任国民议会议长彼得·佩列
格里尼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

选举委员会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中，佩列格里尼得票率为53.12%，
其对手、前外交部长伊万·科尔乔克得
票率为46.87%，佩列格里尼当选斯洛伐
克总统。

选举委员会还说，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的投票率达61.14%，高于首轮投票
的51.91%。

斯洛伐克3月23日举行总统选举
首轮投票，9名总统候选人中无人得票
率过半，居前两位的科尔乔克和佩列格
里尼进入第二轮角逐。

佩列格里尼现年48岁，2018年至
2020年担任斯洛伐克总理，2023年10
月当选斯国民议会议长。

斯洛伐克现任总统苏珊娜·恰普托
娃的任期将于今年6月15日届满。

斯洛伐克选举机构
确认佩列格里尼赢得总统选举

传承“血与火铸造”的友谊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王雅晨 段菁菁

巴以冲突半年 停火道阻且长
□新华社记者


